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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覃 正 国

新编《鹤峰县志》问世，实乃盛世幸事。

近百年来，时代大更迭，风起云涌，鹤峰虽地僻山深，仍与伟大祖国同呼

吸，同中华民族共命运，终使山川易貌，与日俱新。秉笔直书其兴衰真容，真实

记述其发展轨迹，藉以告慰祖先，启迪来者，必将激励全县各族人民同心协力，

振兴鹤峰。

鹤峰曾4次编纂志书，清乾隆六年(1741)、道光二年(1822)、同治六年

(1867)、光绪十一年(1885)的《鹤峰州志》所载内容无不重人文，轻经济，宣扬历

史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尽管这些志书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但仍不

失其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新编《鹤峰县志》，在中共鹤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全体编纂人员力求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各行各业一

齐动手的方法，全面收集资料，记载近百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鹤峰这块土地上开

发自然，繁衍生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记述全县各族人民在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新编《鹤峰

县志》四易其稿，用主要篇幅反映解放后鹤峰经济，文化建设的进程，为人们认

识鹤峰、研究鹤峰、建设鹤峰提供了翔实史料。

1983年至今，全体修志人员博采广集，鉴别真伪，千锤百炼，历尽艰辛，撮

要成帙，为资治存史填补了一个世纪的空白，为精神文明建设立下了功绩。现志

成书就，差错遗漏之处敬望有识之士教正·

量参．扎醪毒％。0。_、一够戎釜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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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张 泽洲

在伟大祖国的版图上，鹤峰县处于近乎中心位置，然而，它又在湖北省的西

南一隅。莽莽武陵山脉绵亘全境，蜿蜿淡水河逶迤东去，层峦叠嶂，溪涧纵横，
村寨星罗。是个山雄水秀、民风淳朴、资源丰富而鲜为人知的山区县。

鹤峰，古称容美，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曾经历了漫长的土 ，，

司统治。自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始设州治。因城后诸峰形似鹤群飞翔，

故名鹤峰。

新中国建立前，鹤峰这块土地和这里的各族人民，饱经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奋起斗争，前仆后继。其中最为壮阔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贺龙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斗争。鹤峰成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为革

命夺取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36年，鹤峰发生了沧桑巨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古

老、贫困、偏僻的鹤峰进入了文化开化、经济开发的新时代。虽然遇到种种困难

和挫折，但鹤峰在变、在前进。鹤峰各族人民和在鹤峰工作的大批外地干部、知 ：

识分子，为开发、建设鹤峰，艰苦奋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韵社会主义总目标下，鹤峰的建设事业出现了崭新局面。经国务院批准，1980年 ?

5月成立了鹤峰土家族自治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和政府对老苏区、少数民

族地区，贫困山区的鹤峰县，给予了更多的关怀和扶持。农村改革使鹤峰农业生机

勃发，粮、林、茶、烟、牧、药6大主要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以公路和水电为主 ：，

的交通、能源建设得到加强。依托本县资源，面向市场，兴办化工、建材、木材

加工，饮料食品、饲料等工业，发展前景广阔。商业、外贸渐趋繁荣。教育、科 -，

技、文化、广播电视、邮电通信、卫生、计划生育、体育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j

鹤峰各族人民正朝着文明、富裕的目标开拓前进!
‘1

鹤峰近百年来县志失修。1983年以来，在上级史志工作部门的指导和社会各

方的大力支持下，经全体编纂人员五载辛劳，终成此书。这部《鹤峰县志》，是鹤
蜂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真实纪录，定将有助于借鉴过去，砥砺现在，启迪将来。 、4

谨向编纂、支持、关心鹤峰县志的同志们、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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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叙事上限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下限1985年，少数内容适当上溯。
二 本志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形式记载，全志除序、总述、大事记、附录外，共

分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综合经济、农业、林业、土特产、工业、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交通、邮电、商业，工商行政物价管理、财政税务、金融、科技、政党团体、权力机

构议政机构、政府机构、民政劳动人事，治安司法、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

习俗宗教帮会，人物传记等30卷。

三 本志资料来自县档案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馆藏和本县各单位档案室自藏资料及部分口碑资料。资料使用以馆藏资料为据，

并辅以文物、口碑资料。

四历史朝代均遵从历史纪年、加注公历纪年，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骛

蜂，之前称为“解放前”，之后称为“解放后”。

五数字用法遵从《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需特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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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鹤峰古称柘溪、容米、容阳，早在两千多年前，土家族的先民容米部落就在这里繁衍生

息，唐宋以来为容美土司领地，田氏土王世袭相承，雄踞一方，连续八百余载。4在楚蜀诸土

司中最为富强”。这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经济文化的发展

极其缓慢。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打破了土司制度，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偏

安一隅，轻徭薄赋，社会比较稳定，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开发加快，商务、教育事业开始兴起。

民国6年(1917)以后，全国军阀混战，湘鄂川滇黔各路军队殃及鹤峰，十年千戈，各自

， 为政，民众负担成倍增加，引起各族人民纷纷奋力反抗。1928年，中国共产党派遣贺龙在湘

鄂边点燃革命烈火，创建根据地，鹤峰苏区坚持五年之久，成为湘鄂边根据地的中心，是湘

鄂西工农武装割据的策源地和战略后方。当时全县6万多人，有25000多人投入革命斗争，

其中2000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4年，红军撤出鹤峰，国民政府再度治鹤，保安队四出。清乡”，没收红军家产，实行“特

种教育”，上万人遭到各种迫害，加上连年灾荒，农业萎缩，百业凋蔽，物价高于毗邻地区数

倍。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南犯，鹤峰成为湘鄂抗日前线连接川黔大后方的交通要道，许多

难民流落境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以及先进的思想文化。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数十

人为国捐躯，民众参与运送军粮达20余万人次。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国民政府强化“绥靖一

政策，经济凋零，民国37年(1948)粮食产量还达不到抗战初期的最高水平，物价以数十倍的

幅度猛涨，农村两极分化加剧，地主富农土地占有量比中贫农人平多60倍以上，地租的高利

盘剥，官兵肆虐，匪患频繁，民不聊生。

1949年11月18日，鹤峰解放。在三年恢复时期，全县进行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制

止通货膨胀，发展了农业生产。随着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建立和壮大，对农业、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全县生产建设迅速发展。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

年中，全县在摸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既产生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搿大跃进膏运动等人为

失误，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但由于全县人民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克服了困难，各项建设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口文化大革命”十

年，金县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大乱，干部和知识分子蒙冤受屈，生产建设发展缓慢，人口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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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控制的急剧增长。此间，全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对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多方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有所减弱，1971

年以后，基本上扭转了工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工作重点盼

大转移，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中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显著提

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从1978年的16％上升到1985年的30．7％。与此同时，城镇经济体制改

革也逐步进行，在普遍实行利改税后，又逐步推行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和厂长(经理)负责制，计划、金融、物价等方面配套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出现了国

营、集体、个体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的新局面。

今日鹤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了明显进步，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开始

找到了发展自己的途径。

鹤峰山高路险，交通闭塞。祖祖辈辈靠肩挑背驮的人民群众，为打开山门，积极修筑公

路，建设交通网络。1958年修通鹤来(凤)线，1969年建成鹤宜(都)线，从而打通丫横贯令县

东西的大动脉，接着栩继修通了从县城到区(镇)的5条支线，以及区乡公路，形成了以县城

为中心辐射省内外6个邻县、沟通县内各区镇和大部分乡村的公路网，全长554公里。为修筑

公路，国家投资1100多万元，鹤峰民工不畏艰险，奋战30年，投工1300多万个，百余人奉献

了生命，400多人负伤致残。

鹤峰农业经过30多年的技术改造，终于摒弃了刀耕火种，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逐步

走上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综合经营的轨道。粮食生产以包谷、洋芋、水稻为

主，通过兴修水利，整治农田，改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不断提高

科学种田水平，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1985年产量为8000万公斤，人平415公斤，比1949年

增长一倍。多种经济主要是发展茶叶、烟叶、林业、牧业和中药材。鹤峰产茶的历史悠久，解

放初期，全县有稀大蔸茶园1万余亩，年产3000担序右。50年代，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和鼓胁

茶叶生产的政策，农民努力加强茶园管理，改进采摘和初制技术，产量翻了一番。60年代，

改造老茶园，营造条植茶园，面积增加到3．8万亩，年产过万担。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办

营造密植茶园，产量稳步增长，1985年，茶园面积达6．3万亩，年产量2．58万担，比1949年增’

长8倍，被列入全国重点产茶县：鹤峰烟叶生产的大发展，始于70年代末，主要产品白肋烟，

品质优良，1985年产量1万余担。鹤峰林业，得天独厚，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3伊

多年来，天然林不断利用更新，人工林年年增加，活立木蓄积371万立方米。古生物种类繁

多，风景秀丽的木林子划为自然保护区。全县30多年来，共为国家提供木材66．43万立方米，

为国家南方林业基地县之·。鹤峰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农民习惯，生产稳定，1985年农村人

平饲养1．1头。近年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发展，高原、芹草坪．

两地建成人工草场7．9万亩，并初步发挥效益。养蜂亦在千家万户中蓬勃兴起，随着新法方

箱饲养的推广，正在形成新的行业。鹤峰药材，分布面广，品种繁多，查明的野生品种就有

1800多个。解放后，提倡“野转家”，推广人工种植，1985年达到8000余亩，年产3463担，

主要品种有黄连、贝母、党参，独活、天麻、黄柏、厚朴、杜仲等，品质优良，畅销国阿

外。

鹤峰不仅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充沛的水能资源，而且有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的矿产，

初步查明，已知可供工业开采利用的矿产23种。其中走马磷矿，初查储量达11．78亿吨，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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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弋——————————————————————————————————————————————一一鬻 胃如大磷矿区之一。走马钒、钼、镍矿区共生矿床，量富质优。坪溪、三岔等地的百合石，

蠡 为四亿年前的海生物化石；色调古朴、花纹奇特，抗压拉力强，为稀有工艺、建筑、装饰材

。￡ 料。然而，由于人文、地理条件的制约，本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前仅有几家设备简

霉 短，工艺落后的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利用本地资源，逐步建立起电力、食品饮料、建筑材。

≤ 料、硫磷化工、木材加工等门类的地方工业，终于走出了一条利用本地资源，积极发展工业

喜 的路子。1985年，全县保有小水电站50座，装机总容量9706千瓦，各区(镇)和84％的乡(镇)。
霁 77％的村通电，装机12000千瓦的桃花山水电站正在修建之中。全县办起全民所有制独立核

梦， 算企业13家，集体所有制企业67家，工业总产值1650万元，工夫红茶、容美绿茶，滋味醇正，

察 色香俱佳，久负盛名，畅销国内外。百鹤玉石工艺制品，高雅别致，栩栩如生，呈现出海相生

钕 ·物自然生态之美。所制装饰板材，颇受国内外用户欢迎。磷肥、硫酸、水泥、纤维板、猕猴

毡 桃饮料等，品质优良。建筑业有所进步，从过去只能建造土木结构的房屋，发展到设计与妊

。矗 工高层钢筋水泥结构建筑的建筑。

妻‘ 鹤峰商品经济发展起步晚，市场狭窄，流通不畅。解放后，国营、集体商业发展迅速，实力 ，

矽‘ 雄厚，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起了决定性作用。近年来围绕工农业生产，积极发展商业，拓宽

市场，搞活流通。个体商业又有所发展，横向联系日益增多，城乡市场空前活跃。1985年，

!． 全县国营商业企业有163家，集体商业企业393家，个体商户1694家，40多种行业。国内纯购

．{ 进总值2787万元，农副产品收购额1567万元。

：溉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相应得到发展，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露 不断提高。解放30多年来，鹤峰人民花了很大力气发展教育事业，初步改变了文盲充斥的落后

．警、 状况，在全县形成了初、中等普通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自学、函授、电视教

．，； 学等规格门类齐全的新格局，中小学布局经多次调整、趋于合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85

≯ 年在校学生32988人，比1949年增长2．1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基本上完成了40岁以下

。．} 成人的扫盲任务。

氇． 鹤峰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许多作品通过反复挖掘整理，

i 不仅成为教育人民，鼓舞群众斗志的精神食粮，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中的宝贵财富，

。藉‘ 有的民歌在全国流行，“颂达舢板凳龙”等民歌民舞在首都舞台上倍受欢迎。

譬’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图书发行、业余创作，群众科普、群众文’ ¨

”

艺、群众体育等现代文明都得到发展，成为教育群众，陶冶情操的有力工具。医疗卫生事业．

●。 不断发展，人口增长得到控制，是全国、全省计划生育先进县。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人民． ，’

：j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237元，职工平均收)＼927元，城乡人．

*劳1 民储蓄人平30．5元，人平购买力501元。最近几年，50％以上的农户新修或整修了房屋，70％．

以上职工和居民迁入了新居。人民的体质大大提高，平均寿命1983年普查为65岁，比1949年
·。 增长28岁。

i 但是，鹤峰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主要表现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

式落后，经济发展缓慢，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县级财力薄弱。1985年，全县工业总． j

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只占总劳动力的12％，县财政多

；j 年不能自给，文化教育科技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社会心理障碍，传统的习惯势力还继续。

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
’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鹤峰的前景十分光明。全县人民只要同心同德，认真贯彻执行党

， 和国家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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